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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此为始点，大学生获得感的概念内涵应包含思想政治道德获得感、学业知识

技能获得感和身心健康素质获得感三个基本方面。从实现目标来看，让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既要有

实在的获得，也要产生积极合意的主观体验，满足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实现路径来看，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

既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奋斗追求，也需要高校提供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积极人格的

形成是大学生获得感满足的内在条件，良好环境的创建是大学生获得感满足的外在条件。获得感的满足有助

于大学生共享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从中产生实在的获得与积极的体验，从而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发展，为未来人生幸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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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关系到人民福祉，以人民利益为基本立场，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以此而言，大学

生获得感是判断高等教育教学成效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

的重要部分，是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获得感值得探究。

探讨大学生获得感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大学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与价值，而目前专门探讨大

学生获得感内涵与价值的研究非常少见，且未形成一致认识。在这样的研究现状之下，有必要理清大学

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指出关注和满足大学生获得感的价值所在。积极心理学思潮方兴未艾，它特别强

调人身上的积极品质与积极力量，它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积极的优势和机能以实现繁荣和美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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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2］。从根本上而言，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奋斗，同样需要发挥自身的积极力量。

因此，积极心理学为理解大学生获得感的内涵和价值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  获得感的一般内涵

获得感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以民生为重，以人民政治权利的

实现为重要保障［3］。有研究概括获得感为个体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实在获得而产生的满足感［4］，

这种说法指出了获得感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方面，且强调了“实在的获得”。同时，有学者通过实

证研究认为获得感是个体对获取自身需求满足的内容、实现途径与所需条件的认知评价以及在此过程中

的心理体验［5］。这种观点比较具体，说明了获得感的实现条件，并落实到个体的主观心理体验，其实

关注心理体验，强调了“感”。

从上述两种观点出发，结合获得感的词义分析，得出获得感的一般内涵应该包括“得”与“感”两

个基本方面：“得”是实实在在的收获，包含物质层面的收获，也包含精神层面的收获；“感”是收获

后的认识和体验，是一种主观感受。“得”是“感”的基础和前提，“感”是“得”的心理产物，二者

相辅相成。

另外，相对于“满意度”或“幸福感”偏向心理体验的内涵而言，获得感注重心理体验以实在获得

为前提，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强调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因而，获得感的内涵必须从中

国所处新时代的历史背景来理解。综上所述，获得感是个体通过努力奋斗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有

所实在获得，从而产生的心理或精神上的主观认识和内在体验。

2  大学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

获得感的提出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理念，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直接指向人的。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

是培养人，基本任务是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和促进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格成长，使大学生在政治、道德、

文化、身体和心理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6-8］。人的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获得感的满足。从这点上说，

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成员，有社会群体的共性，也有

其特殊性。故大学生获得感及其满足方式与其他群体相比存在共性，也存在明显的独特性。

由于大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业任务的特殊性，需要界定大学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从而为满足和提高

大学生获得感提供理论支撑。大学生处在青年早期，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由于人生阅历和身心发展

的阶段性，相对中学生而言，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尚未定型。这种人生发展

的阶段性就为其通过接收教育满足获得感提供了重要时机。

结合大学生的整体特点，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来看，大学生获得感内涵的建构应包括思想政治道

德获得感、学业知识技能获得感和身心健康素质获得感三个基本方面。围绕这三个基本方面，从获得感

的实现路径来看，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既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奋斗追求，也需要高校提供硬件和软件的支

持。从获得感的实现目标来看，让大学生既要在思想政治道德、学业知识技能和身心健康素质方面有实

在的获得，也要产生积极合意的主观体验，满足精神价值的追求。

具体而言，首先，大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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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付诸于学习和生活的实际行动中，这是大学生获得感的首要方面。其次，大学生通

过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学术修养，提升专业能力，从而取得学业的进步，做好未来就业和工作的

准备，这是大学生获得感的基本方面。再次，在学校中进行体育锻炼、社会实践、人际交往或自我修养，

提高身心素质，达到身心健康，这也是大学生获得感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道德、学业知识技能和身心

健康素质三个方面的获得感有机融合，构成了大学生的整体获得感或综合获得感。

3  大学生获得感的积极心理学意蕴

如前文所言，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强调实现人生的幸福。积极心理学从两个

方面探索实现幸福的途径，一是促进个体积极人格的形成，二是建构适合人发展的良好环境［9-10］。所以，

从积极心理学的立场出发，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以个体积极人格为内因，以良好环境为外因。

3.1  积极人格的形成是大学生获得感满足的内在条件

在积极心理学看来，大学生获得感的动力源在于其积极的力量和主动的创造。人的需要是其行为动

机的基础，当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会激活行为的动力系统，导致具体行为的产生。作为受教育者，大

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来获取知识，增长才能，优化人格，从而得以实现人生的幸福。幸福既

是个人生活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追求。人的幸福是教育的终极价值［11］。获得感

是幸福的前提，而获得感的满足，幸福指数的提高，依赖于大学生身上具有的积极能动的内部力量。外

在环境并不总是能全面保障人的发展成长，人的健康发展与幸福还有赖于人的自我决定行为［12］。其中，

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实现的力量是两个重要自身条件。

在大学生追求获得感的积极力量中，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关键因素。班杜拉曾言道“在动因的

各种机制中，没有一种比个人效能信念更处于核心地位、更具普遍意义。一个人除非相信自己能通过自

己的行动产生期待的效果，否则他们很少具备行动的动机。因而，效能信念是行动的重要基础。”［13］

所谓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的判断和预期。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常常

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善于处理各种生活事件，能够坚持到底，努力实现目标。高自我效能感个体预期

自己的努力会带来好的结果，把成功归因于自身稳定的因素，把失败归因于自身可控制的因素，从而能

够有效调节自己的行为。有关实证研究已发现，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学习乐观或学习动机，

负向预测学习倦怠，从而影响学业成绩［14-16］。根据相关实证研究，可以认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促

进其满足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大学生提高个体自我效能感，是促进获得感满足的重要内在路径。

受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积极心理学认可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发展成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是人的

一种高级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指个体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充分利用和开发自身的潜能，

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自我实现不仅是自我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实现自身潜能的

过程。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成长性需要，对人的发展和成长具有重要价值，它能引起更深刻的幸福感、

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它不仅有利于生存，也有益于个人的成长［17］。自我实现的人往往具有

更多的创造性，反之，创造性促进了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人往往综合素质超出同类群体，产生更

多的高峰体验。从大学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来看，真正的幸福来源于实实在在的获得，其综合素质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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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展，意味着其获得感满足程度越高。因此，追求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力量也就成为大学生获得感满足

与提高的核心动力。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目前高等教育教学处于改革转型的时期。这种情况带来当下部

分大学生存在学习目标不清、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广度和深度不够等种种现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学

生对实现获得感的动力源缺乏理性认识，从而无法自觉地表现出积极的行为方式。因此，充分尊重大学

生的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形成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氛围，从而激发出大学生身上的自我效能感和自

我实现的积极品质与积极力量，是促进大学生获得感的内在根本条件。

3.2  良好环境的创建是大学生获得感满足的外在条件

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和提高离不开人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同样也需要正向的社会组织系统的支

持。20 世纪中期以来，教育活动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教育活动的目的更加指向人的自身发

展和生活改善［18］。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是其实现自身发展并通向幸福人生

的必要条件。作为教育者，不在于为大学生提供直接的获得，而在于引导和激励大学生去追求获得，从

而产生真实的切身的获得感。因而，教育者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获得并幸福的过程中，

每位大学生都是这个过程的主体。大学生通过努力学习和刻苦锻炼，在思想政治道德、学业知识技能、

身心健康素质三个方面有实实在在的获得，为人生积极发展打下基础。同时，这也利于其自身形成对学

习、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态度，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激发积极的行为反应。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得以明确，

大学生自身才有可能感受到成长的动力。

同时，大学生个体又是处在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家庭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之中，获得感的实现还需

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大学生的能力包括个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能力［19］，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

系统的社会支持。个体因素和环境支持因素若能相得益彰，则会使大学生获得感得以增强。从积极心理学

视角而言，大学生获得感的满足与提高，需要大学生主动加强与社会组织系统的互动联系，这个过程本身

可以说也是获得感满足与提高的历经过程。在教育活动层面来讲，社会环境系统需要以大学生获得感为注

意焦点，提供无条件的关注、尊重、支持，更积极地为大学生学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软件和硬件的支持。

从硬件设施来看，学校需要加大相关经费的投入，建设符合时代特征的学习活动场所，发展实习实

践训练基地，改善大学生校园生活环境，让大学生感受到物理环境的支撑，为获得感的满足提供必要的

硬件基础，共享教育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从软件方面来看，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地域文化、学生特点

等情况，创建适宜的教育文化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引导学生从中有所收获。如此，大学生

沉浸在学校所建构的良好的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加上个人的积极努力，从而在思想政治道德、学业

知识技能和身心健康素质方面潜移默化地增强获得感的满足水平。

4  满足与提高获得感对大学生的价值

4.1  有助于大学生共享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人民的获得感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在此命题基础上，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即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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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获得感，可以作为判断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因此，大学生获得感

的满足对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层面产生了价值引领。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学生，所以高等学校及

其教育者应不忘教育事业的初心，需要在满足和提高大学生获得感这个指标上，出谋划策，让大学生能

够真正切实地共享教育教学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得感的理念有助于让大学生共享教育教学改革

发展取得的先进成果。诸如，当下进行的“课程思政”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全面提高思想政治道德获得感

水平，“金课”建设有助于大学生高效地提高学业知识技能获得感水平，加强新时代大学生体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有益于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素质获得感水平。

4.2  有助于大学生有实在的获得并产生积极的体验

大学生在校期间如果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且有合理可行的计划，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未来发展才有

可能达到预期的理想。强调获得感，会激发大学生对学习目标的思考，会激起大学生制定大学规划，会

激励大学生勤于学习热爱生活的具体行动。不可否认，获得感的满足需要大学生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发

挥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而获得感的满足则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积极品质，有助于提高其积极力量，即

获得感的满足与大学生的积极特质呈双向促进关系。这种双向促进关系对大学生的发展成长有直接的价

值。在双向促进的互动过程中，必然给大学生学业和自身发展带来实在的收获，也有利于他们产生积极

的内在情绪体验，从而感受到大学生活的幸福。换言之，通过实在的获得，实现大学生活的幸福，其本

身对大学生而言就是一种价值所在。

4.3  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为未来人生打下基础

从大学生获得感的特定内涵来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学业知识技能、身心健康素质三种获得

感子成分三位一体。因此可以说，关注和满足大学生获得感，有利于其正确向上的思想政治道德的树立，

有利于学业知识技能的掌握，有益于身心健康素质的发展，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为未

来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打下良好基础，即此时的获得感可能会成就大学生未来的人生幸福。在大学生全面

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获得感的满足，来提升其幸福水平，这具有长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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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and I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

Zhang Wenjiang Zhao Xiaoyun

Education Schoo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bstract: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should include three basic aspects: the sen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rality, the sense of academic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 sens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qual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chieving the goal,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have real gain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produce positive subjective experience 
to meet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zation path, th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needs not only the pursui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support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vid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is the internal cond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good environment is the external cond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atisfac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sense of gain is helpfu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hare the fruit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e real gain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happiness.
Key words: Sense of gain;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y


